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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杨梅 Myrica rubra 不同种质花期和雌花性状差异，采用形态学观测方法，对国家杨梅种质资源圃保

存的 49 份杨梅种质资源进行花期和雌花花序性状的调查和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各种质间花期差异较大；各种

质间花序粗度、花序长度和单花序花朵数变异系数分别为 12.6%，22.9%和 18.95%；雌花大多表现为圆筒形花序，

雌花柱头为暗紫红色、倒八字形、较大的类型；相关性分析表明，雌花开张度和雌花色泽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

和雌花柱头大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雌花色泽和雌花柱头大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花朵数和花

序粗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聚类分析表明可将种质分成 3 大类，类群 I、类群 II、类群 III 分别包括 37 份、

9 份、3 份材料。研究表明，杨梅种质雌花性状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可为杨梅种质分类鉴定、利用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杨梅；种质资源；雌花；相关性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S66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776（2018）05-0007-08 

 

Diversity Analysis on Flowering Stage and Pistillate Flower Traits of Different 
 Myrica rubra Germplasm  

 
JIANG Xin，YAN Li-ju 

（Linhai Specialty and Extension Station of Zhejiang, Linhai 317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wering stage and pistillate flower traits of Myrica rubra germplasm, 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s were made on 

flowering stage and inflorescence of pistillate flower of 49 Myrica rubra germplasm with 6-10-year in the National Field Gene Bank in Linhai, 

Zhejiang province in March and April of 201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had large difference of flowering stage among germplasm.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inflorescence diameter, length and floret number per inflorescence was 12.60%, 22.90% and 18.95%. Most of pistillate flowers had 

cylindrical inflorescence, with stigma in dark purple red and relatively large. Correlation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opening degree of pistillate 

flower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olor of pistillate flower, bu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tigma size. Pistillate flower color and 

stigma size showe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hile number of florets per inflorescence and inflorescence diameter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Clust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49 M. rubra germplasm resources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3 groups, including respectively 37, 9 and 3 

germplastm.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pistillate flower traits of M. rubra germplasm resources were rich in diversity, and i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M. rubra germp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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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 Myrica rubra 属杨梅科 Myricaceae 杨梅属 Myrica 常绿果树，为我国南方著名特产果树。杨梅主要分布

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20° ~ 31° N 之间，主要分布在浙、闽、苏、粤、滇、渝、川、黔、桂等省（区、市），

其中以浙江省栽培面积最大，产量最高[1-2]。杨梅果实色泽艳丽，酸甜适口，风味独特，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高，

是南方山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3]。同时，杨梅适应性强，能在水土流失严重，土层瘠薄地带生长，且四季常

绿，是不可多得的生态型经济树种[4]。我国杨梅地方品种种类丰富，但是优良的品种十分匮乏，因此开展杨梅

种质资源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杨梅种质资源多样性的研究报道，主要是利用各种分子标记评价杨梅种质资源多样性[5-9]以及地

方种质资源的调查、评价[10-12]，对杨梅种质形态性状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较少。杨梅大多为雌雄异株[13]。杨梅雌

花花序性状是种质资源的主要特征特性，是鉴定杨梅种质资源的重要指标，而对杨梅不同品种间雌花花序性状

差异研究迄今未见报道。为此选取了 49 份杨梅种质进行雌花花期和花序性状的观测分析，以期为今后杨梅品种

选育和种质资源性状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1  试验材料及来源地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国家杨梅种质资源圃（位于浙江省临海市）中保存的来自福建、江苏、浙江等地的 49 份杨梅种

质资源，按杨梅颜色分类包含了乌种（‘荸荠种’、‘晚稻杨梅’、‘黑晶’等）、红种（‘小叶细蒂’、‘大

叶细蒂’、‘深红种’等）、粉红种（‘桃红’、‘定海红杨梅’）、白种（‘上虞水晶’、‘宁海水晶’、

‘水晶头’等）四大类型。按地区分类，同时包含了浙江（‘东魁’、‘荸荠种’、‘丁岙梅’、‘晚稻杨梅’）、

福建（‘安海早’、‘安海变种’、‘硬丝’）、江苏（‘大叶细蒂’、‘小叶细蒂’）、湖南（‘光贵早’）

几个杨梅主产区的主栽品种，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种质名称和来源详见表 1。试材为 6 ~ 10 年生健壮树

体，露地栽培，常规管理。试验地处浙江省临海市小芝镇溪下村（28°52' N，121°21' E），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8.5℃，年均降水量 1 700 mm。    

表 1  供试杨梅种质 
Table 1  Germplasm of M. rubra selected for test 

注：带*品种为审定品种，其他为地方品种，尚未审定。 
 

1.2  观测方法 

2018 年 3－4 月，在浙江省临海市杨梅种质资源圃中进行杨梅雌花花期和花序性状的观测，观测方法参照

序号 种质名称 来源地 序号 种质名称 来源地 序号 种质名称 来源地 

1 ‘安海变种’ 福建 18 ‘丁岙梅’* 浙江 35 ‘松山糖梅’ 浙江 

2 ‘安海明珠’ 福建 19 ‘定海红杨梅’ 浙江 36 ‘松山早野’ 浙江 

3 ‘安海王子’ 福建 20 ‘东魁’* 浙江 37 ‘桐子梅’* 浙江 

4 ‘安海早’ 福建 21 ‘杜桥洋平’ 浙江 38 ‘晚稻杨梅’* 浙江 

5 ‘大叶早’ 福建 22 ‘奉化野杨梅’ 浙江 39 ‘晚荠蜜梅’* 浙江 

6 ‘土变’ 福建 23 ‘黑晶’* 浙江 40 ‘温岭大梅’ 浙江 

7 ‘硬丝’ 福建 24 ‘黄岩大炭梅’ 浙江 41 ‘乌紫梅’ 浙江 

8 ‘光贵早’ 湖南 25 ‘金钱炭梅’ 浙江 42 ‘涌泉 1 号’ 浙江 

9 ‘黑瑞林’ 湖南 26 ‘宁海水晶’ 浙江 43 ‘涌泉 2 号’ 浙江 

10 ‘湖南冒顶梅’ 湖南 27 ‘宁海四瓜开’ 浙江 44 ‘涌泉 3 号’ 浙江 

11 ‘水晶头’ 江苏 28 ‘宁海特早香’ 浙江 45 ‘余杭大炭梅’ 浙江 

12 ‘大叶细蒂’ 江苏 29 ‘箬溪变种’ 浙江 46 ‘余姚荔枝梅’ 浙江 

13 ‘桃红’ 江苏 30 ‘上虞水晶’ 浙江 47 ‘临海早大梅’ 浙江 

14 ‘小叶细蒂’ 江苏 31 ‘深红种’* 浙江 48 ‘早荠蜜梅’* 浙江 

15 ‘胭脂红’ 江苏 32 ‘双桥白梅’ 浙江 49 ‘早色’* 浙江 

16 ‘荸荠种’* 浙江 33 ‘松山大野’ 浙江    

17 ‘迟色’ 浙江 34 ‘松山水梅’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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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杨梅》[14]并略作修改，观测指标共 10 个，其中花期包括初花

期、盛花期和终花期，雌花花序数量性状包括单花序花朵数、花序长度、花序粗度，雌花花序质量性状包括雌

花花序形状、雌花形状、雌花色泽、雌花大小。雌花花序质量性状分类如表 2。其中，雌花大小主要指杨梅雌

花单朵花的柱头大小，柱头又短、又小，定义为“小”，代表品种如‘临海早大梅’，相对的，柱头较长、较

粗，定义为“较大”，代表品种如‘东魁’。初花期指全树 5%花序至少有 1 朵花开放的时期，盛花期指全树

50%花序至少有 1 朵花开放的时期，终花期指全树 90%花序已开放的时期。 

选择其中 49 份杨梅种质为调查对象，每份种质选择长势中庸的 3 株，于各种质初花期每株随机选择树冠中

上部向阳面短果枝 20 个，每枝随机选取中心花枝上中上部花序 1 个，每株合计 20 个雌花序，共 60 个，在树上

用游标卡尺测量雌花序的长度和粗度；于各种质盛花期每株随机选取树冠外围中上部向阳面短果枝 20 个，肉眼

观测记录中心花枝上中上部花序的单花序花朵数、雌花花序形状、雌花形状、雌花色泽、雌花大小。 

表 2  杨梅雌花质量性状及分类 
Table 2  Traits and classification of female M. rubra flower  

质量性状 
分组 

1 2 3 

雌花花序形状 圆筒 长圆筒 短圆筒 

雌花开张度 V 字形 倒八字形 M 字形 

雌花色泽 暗紫红色 玫红色 淡粉色 

雌花柱头大小 较大 小  

 
1.3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和 SPSS 21.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统计 49 份杨梅种质花序数量性状的

平均值（x）、标准差（s）和变异系数（CV），将各数量性状的取值从小到大进行排序，根据分布情况划分等

级，并统计各组级数量分布比例[15-16]。 

遗传多样性指数采用 Shannon-Wiener 指数（H′）[17]： 

′ ln 	 

式中，S 为代码总数，Pi 为某性状第 i 个代码值出现的概率，ln 为自然对数。 

其中数量性状的遗传多样性指数根据数据平均值、标准差将数据进行 10 级分类，从第 1 级 X1<（x 2s）

到第 10 级 X10≥x（+2s），中间每级级差 0.5 s，统计各级分布频率。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绘制树状图，聚类方式为组间联接法，度量标准为平方 Euclidean

距离；并对相关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杨梅种质花期分布情况分析 

观察表明，2018 年种质圃 49 份杨梅种质的花期从 3 月 6 日持续到 4 月 8 日左右，持续约 48 d。其中，‘安

海早’的初花期最早，为 3 月 6 日；‘早荠蜜梅’、‘乌紫梅’、‘水晶头’等次之，为 3 月 10 日。‘晚稻杨

梅’最迟，初花期为 3 月 24 日。根据初花期早晚可将以上品种分为早、中、晚花三大类：（1）早花类型：初

花期为 3 月 10 日及之前的，其盛花期为 3 月 14 日及之前，终花期为 3 月 19 日及之前，代表品种为‘安海早’、

‘早荠蜜梅’、‘乌紫梅’，共有 5 份，占 10.20%。（2）中花类型：初花期为 3 月 11－19 日，其盛花期处于

3 月 15－21 日，终花期处于 3 月 20－26 日，共有 41 份，占 83.67%。（3）晚花类型：初花期为 3 月 20 日及之

后的，其盛花期为 3 月 22 日及之后，终花期为 3 月 27 日及之后，共有 3 份，占 6.12%，代表品种‘晚稻杨梅’、

‘上虞水晶’。杨梅种质一般在初花期（5%）之后 10 d 左右达到盛花期（50%），盛花期后 5 ~ 10 d 进入终花

期（70%），单份种质花期持续 15 ~ 20 d（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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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杨梅种质花期分布情况 
Table 3  Flowering stage of selected M. rubra  

级次 初花期/(月.日) 盛花期/(月.日) 终花期/(月.日) 种质/份 比例/% 类型评价 代表品种 

1 ≤03.10  ≤03.14  ≤03.19  5 10.20 早花 ‘安海早’、‘水晶头’ 

2 03.11－19 03.15－21 03.20－26 41 83.67 中花 ‘东魁’、‘荸荠种’ 

3 ≥03.20  ≥03.22  ≥03.27  3 6.12 晚花 ‘晚稻杨梅’、‘上虞水晶’

 
2.2  杨梅种质雌花花序数量性状分析 

49 份杨梅种质的花序数量性状基本参数如表 4 如示，单花序花朵数最大值为 9.2 朵，最小值为 3.2 朵，平

均值为 6.49 朵，变异系数为 18.95%。雌花花序长度最大值为 13.6 mm，最小值为 4.36 mm，平均长度为 8.69 mm，

变异系数为 22.90%。雌花序粗度最大值为 2.96 mm，最小值为 1.62 mm，平均粗度为 2.38 mm，变异系数为 12.60%。 

将 49 份杨梅种质按单花序花朵数进行 5 级数值分级和评价，各级分布情况如表 5 所示，集中花朵数评价为

中类型（即 6.0 ~ 7.0 朵）的种质最多，有 22 份，占 44.9%，代表品种为‘丁岙梅’、‘荸荠种’；花朵数评价

为少类型（<5 朵）的最少，仅有 3 份，占 6.1%，代表品种为‘晚稻杨梅’、‘宁海四瓜开’。 

将杨梅种质按雌花花序长度进行 5 级数值分级和评价，各级分布情况如表 6 所示，其中花序长度评价为中

类型（8.0 ~ 10.0 mm）的种质最多，有 19 份，占 38.8%，代表品种为‘东魁’、‘黑晶’；花序长度评价为长

类型（≥12.0 mm）的最少，仅有 3 份，占 6.1%，代表品种为‘水晶头’、‘丁岙梅’。 

将杨梅种质按雌花花序粗度进行 5 级数值分级和评价，各级分布情况如表 7 所示，其中花序粗度评价为中

类型（2.2 ~ 2.5 mm）的种质最多，有 20 份，占 40.8%，代表品种为‘早大梅’、‘安海明珠’；花序粗度评价

为细类型（<1.9 mm）的最少，仅有 3 份，占 6.1%，代表品种为‘晚稻杨梅’、‘奉化野杨梅’。 

表 4  杨梅种质花序数量性状基本参数 
Table 4  Inflorescence traits of selected M. rubra 

性状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s 变化幅度 CV/% H′ 

单花序花朵数/朵 9.20 3.20 6.49 1.23 6.00 18.95 2.01 

花序长度/mm 13.60 4.36 8.69 1.99 9.24 22.90 2.06 

花序粗度/mm 2.96 1.62 2.38 0.30 1.34 12.60 1.95 

 

表 5  杨梅种质单花序花朵数分布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female flowers of selected M. rubra 

级次 单花序花朵数/朵 种质份数/份 比例/% 评价 代表品种 

1 x <5.0 3 6.1 少 ‘晚稻杨梅’、‘宁海四瓜开’
2 5.0≤x <6.0 10 20.4 较少 ‘大叶细蒂’、‘安海王子’ 

3 6.0≤x <7.0 22 44.9 中 ‘丁岙梅’、‘荸荠种’ 

4 7.0≤x <8.0 7 14.3 较多 ‘宁海水晶’、‘小叶细蒂’ 

5 x ≥8.0 7 14.3 多 ‘安海早’、‘黄岩大炭梅’ 

 

表 6  杨梅种质花序长度分布 
Table 6  Inflorescence length of selected M. rubra 

级次 花序长度/mm 种质份数/份 比例/% 评价 代表品种 

1 x <6.0 5 10.2 短 ‘晚稻杨梅’、‘奉化野杨梅’
2 6.0≤x <8.0 13 26.5 较短 ‘荸荠种’、‘桐子梅’ 

3 8.0≤x <10.0 19 38.8 中 ‘东魁’、‘黑晶’ 

4 10.0≤x <12.0 9 18.4 较长 ‘上虞水晶’、‘安海明珠’ 

5 x ≥12.0 3 6.1 长 ‘水晶头’、‘丁岙梅’ 

 

表 7  杨梅种质花序粗度分布 
Table 7  Inflorescence width of selected M. rubra 

级次 花序粗度/mm 种质份数/份 比例/% 评价 代表品种 

1 x <1.9 3 6.1 细 ‘晚稻杨梅’、‘奉化野杨梅’
2 1.9 ≤x <2.2 10 20.4 较细 ‘丁岙梅’、‘桐子梅’ 

3 2.2≤x <2.5 20 40.8 中 ‘早大梅’、‘安海明珠’ 

4 2.5≤x <2.8 11 22.5 较粗 ‘东魁’、‘迟色’ 

5 x ≥2.8 5 10.2 粗 ‘安海早’、‘涌泉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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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杨梅种质雌花花序质量性状分析 

49 份杨梅种质花序的质量性状分布情况如表 8 所示，花序形状以圆筒形为主，占 69.4%，长圆筒形共有 7

份（‘丁岙梅’、‘光贵早’、‘安海变种’、‘水晶头’、‘上虞水晶’、‘黑瑞林’、‘湖南冒顶梅’），

占 14.3%，短圆筒形 8 份（‘乌紫梅’、‘小叶细蒂’、‘大叶早’、‘箬溪变种’、‘涌泉 3 号’、‘涌泉 2

号’、‘胭脂红’、‘晚荠蜜梅’）。 

杨梅雌花柱头盛花期以“倒八字形”和“V 字形”为主，分别占 40.8%和 49.0%，少数花柱较长弯曲呈“M

字形”（‘温岭大梅’、‘定海红杨梅’、‘东魁’、‘松山水梅’、‘洋平’），仅占 10.2%。 

雌花盛花期色泽以暗紫红色为主占 53%，其次为玫红色，占 32.7%，淡粉色仅占 14.3%。调查过程中发现，

有些种质雌花柱头颜色在发育过程中发生动态变化，如‘早荠’初花期呈淡红色，后期颜色逐渐加深，到盛花

期呈暗紫红色；‘早色’初花期呈白色、粉色，后期颜色加深，盛花期呈玫红色；‘上虞水晶’初花期呈白色，

后期呈淡粉色。因此雌花色泽分类以盛花期颜色为准。 

杨梅不同种质之间雌花柱头大小存在明显差异，本试验将雌花大小分为“较大”和“小”两种类型，其中

67.3%的种质雌花属“较大”类型，32.7%的种质雌花属“小”类型。 

表 8  杨梅雌花序质量性状分布和多样性 
 Table 7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female flowers of selected M. rubra 

 

2.4  花序性状的相关性分析和聚类分析 

对杨梅种质的花序形状、雌花开张度、雌花色泽、雌花柱头大小、花序花朵数、花序长度、花序粗度等性

状进行相关性分析（表 9），结果表明：雌花开张度和雌花色泽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和雌花柱头大小呈

极显著负相关（P<0.01），雌花色泽和雌花柱头大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雌花柱头大小和花朵数呈极

显著负相关（P<0.01），雌花柱头大小和粗度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花朵数和花序粗度呈极显著正相关

（P<0.01）。 

表 9  杨梅种质花序性状相关性分析 
Table 9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inflorescence properties of selected M. rubra germplasms 

相关系数 花序形状 雌花开张度 雌花色泽 雌花柱头大小 单花序花朵数/朵 花序长度/mm 花序粗度/mm 

花序形状 1       

雌花开张度 －0.148 1      

雌花色泽 0.165 0.421** 1     

雌花柱头大小 －0.193 －0.491** －0.445** 1    

单花序花朵数/朵 0.021 0.236 0.176 －0.376** 1   

花序长度/mm 0.217 0.085 0.303* －0.123 0.202 1  

花序粗度/mm 0.166 0.227 0.155 －0.334* 0.408** 0.165 1 

注：*表示差异达显著水平（P<0.05），**表示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 

 

聚类分析方法可较好地反应品种间的差异，同时将属性相似的归为同类。采用 SPSS 将 49 份种质进行聚类

分析，并构建了树状图（图 1），在欧式距离 25 处可将杨梅种质聚为 3 大类群：Ⅰ类群 37 份材料，花序为圆

筒形或长圆筒形，雌花性状包含各类；Ⅱ类群 9 份材料，大部分表现为短圆筒型花序，雌花较大；Ⅲ类群仅有

3 份材料：‘奉化野杨梅’、‘晚稻杨梅’和‘宁海四瓜开’，均来自浙江，表现为短圆筒形花序，花序较细，

雌花为暗紫红色小花，和Ⅰ，Ⅱ类群间存在明显差异。 

描述性状 
频率分布/% 

H′ 
1 2 3 

雌花花序形状 69.4 14.3 16.3 0.83 

雌花开张度 40.8 49.0 10.2 0.95 

雌花色泽 53.0 32.7 14.3 0.98 

雌花柱头大小 67.3 32.7 －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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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igure 1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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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和讨论 

形态学标记鉴别简单、方便，肉眼易于观察，长期以来为广大分类学、育种学和栽培学工作者所采用，至

今仍是鉴别种类和品种的最基本依据[18]。杨梅原产于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多样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性状多异

的品种、品系和类型，形成了丰富的种质资源。但关于杨梅不同种质形态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聚类分析少有报

道，本研究对资源圃内 49 份杨梅种质花期和雌花性状进行了观测分析。通过对花期的调查统计分析结果，可将

杨梅种质分为早花、中花、晚花 3 大类，其中以中花类型种质所占比例较大（83.67%）。雌花数量性状调查分

析结果表明，每花序花朵数、花序长度、花序粗度的变化范围分别是 3.2 ~ 9.2 朵，4.36 ~ 13.60 mm 和 1.62 ~ 2.96 

mm，变异系数分别为 18.95%，22.90%和 12.60%。根据数量性状的连续性，将数量性状分成 5 个级次，3 个数

量性状均以中间类型为主。而处于首末级次的品种，性状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例如，‘晚稻杨梅’花朵数

属于 1 级，花序长属 1 级，花序粗度也属 1 级。‘安海早’花朵数属 5 级，花序粗度也属 5 级。相关性分析也

表明，花朵数和花序粗度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雌花质量性状调查统计分析结果表明，49 份种质雌花主

要类型为圆筒形花序，雌花柱头为暗紫红色、倒八字形、较大的类型。相应的相关性分析表明，雌花开张度和

雌花色泽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雌花开张度和雌花柱头大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雌花色泽和雌

花柱头大小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同时，调查发现，雌花属较小的类型，柱头较短的种质，柱头易呈 V

形，颜色大都为暗紫红色；柱头长度较长的种质，雌花开张度易呈倒八字形或 M 形。 

杨梅为风媒植物，花序为柔荑花序。杨梅雌花无花冠花萼，小花外面有 2 ~ 4 片苞片包被，主要由柱头、花

柱和子房组成，花柱极短，柱头两裂，呈“Y”状[19]。杨梅不同年份间种质花期受温度等气候条件影响略有差

异，但通过连续多年种质圃资源的观察，几个早花和晚花品种，如‘安海早’初花期明显早于其他大部分品种

约 7 ~ 10 d，晚稻杨梅花期明显晚于其他大部分品种 7 ~ 10 d。早花型和晚花型具有明显的花期特点，且基本稳

定。通过不同种质花期分类的确定，对于授粉雄株的合理搭配，以及杨梅种质的选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变异系数是衡量试验中各观测值变异程度的一个统计量。变异系数越大，反映该性状在品种间的差异越

大[20]，一般情况下变异系数大于 10%，说明该性状在种质个体间差距较大[21-22]，本研究杨梅雌花 3 项数量性状

变异系数均大于 10%，说明种质间遗传变异性较大，这与前人利用 SRAP，AFLP，SSR 等[5-6]分子标记技术对杨

梅种质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表现出的丰富遗传差异相一致。本研究的聚类分析结果表现出与供试杨梅种质的原

产地理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又存在普遍的种质资源交流。如Ⅲ类群的 3 个种质‘奉化野杨梅’、‘晚

稻杨梅’和‘宁海四瓜开’分别为来自于浙江宁波奉化、浙江舟山定海、浙江宁波宁海的地方品种，原产地地

理位置较为接近，聚类时归为一类，遗传距离也非常近。而‘晚荠蜜梅’虽是由‘荸荠种’中选育的良种，但

在聚类图中两者距离较远，且分归于不同类群，这与前人用 SRAP，SSR 等标记得到的聚类结果类似[23-24]，可

能是由于‘晚荠蜜梅’是为‘荸荠种’的晚熟营养系变异造成的。 

在以往杨梅种质性状调查研究中没有雌花柱头大小的分类性状，本研究发现该性状在杨梅分类鉴别中可起

到辅助选择作用，应加以利用。此外，调查发现，杨梅雌花序在发育过程中，其柱头颜色发生动态加深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淡红色-红色-暗紫红色，白色-粉色-玫红色，白色-淡粉色 3 个类型；部分种质柱头开张度也存在动态

开展的变化，由 V 形-倒八字性，V 形-倒八字性-M 形。 

杨梅种质表型性状多样性分析少有报道，本次研究对 49 份杨梅种质进行花期和雌花性状的分类和聚类分

析，对杨梅的种质资源鉴定、系统分类、亲缘关系鉴定、遗传育种等方面具有有一定的利用价值。本次调查仅

为杨梅花期间数据，受调查时间、栽培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其和叶片、果实性状间的相关性，各种质性状

整体表现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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